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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学校日前在青年会扮演新剧（闻系代某项慈善事业筹款），

某甲饰剧中女士，风鬟雾鬓丰韵天然，做派神情惟妙惟肖，观者咸叹赏。

不置时扮演中医生某乙之妹亦在楼上观剧，一见魂销，异常爱慕，遂起

自由结婚之念。 ———1937 年 3 月 19 日天津《大公报》

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式样准确，取价特廉。 孙中山先生生前在小号定

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兹国民革命军抵沪，敝号为提倡

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 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

———1927 年 3 月 26 日《民国日报》刊登的一则上海南京路“荣昌祥”号广告

辛亥百年 细节透视巨变

文明戏：中国话剧史的开端 服装：中山装盛行

1907 年， 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

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

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

天录》， 李叔同饰演剧中的女主角马

格丽特，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演出全部采用口语对话，没有朗

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 这

也被看成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当时

被称为“新剧”。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

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

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

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 于是也

加入“春柳社”的。

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

团体活动， 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

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

之一。

辛亥革命的队伍中，还有不少演

文明戏的艺人。

据梅兰芳回忆， 辛亥革命时，同

行中传来消息，在上海攻打江南制造

局的队伍中， 出现了梨园行的身影，

上海“新舞台”的名演员夏月珊、夏月

润和潘月樵等人都在其中。

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

作家傅国涌在其《辛亥革命中的演员》一文中

也提到：“亲历上海独立的‘和泰豆米行’学徒、商团

队员胡根生听说，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

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 ”

跟李叔同差不多同时期的文明戏艺人， 有个

名叫刘艺舟的， 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 回

国后不进政界、 学界， 迷上了唱戏， 组织了一个剧团

到处演新戏。 轰动一时的《张文祥刺马》，就是他们的拿

手戏。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大连、安东一带活动，听到

革命消息后，他马上将剧团武装起来，并通过演出宣传

革命思想。

文明戏是实景，道具也跟真的一样，因此，他们的道

具真的假的都有，有时会带着真枪到处走，就这样刘艺

舟拿下黄县，于是，艺人刘艺舟就变成了登黄都督。《打

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剧目，说的是瓦岗寨的一

干强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而这

就是一出活的《打登州》，演得比唱戏还轻松，一人未折，

一座古城就革命成功了。

乘革命之浪潮而兴起的文明戏，也随着辛亥革命后

的形势逐渐衰落。

文明戏虽然衰落了，但也为五四新剧的诞生准备了

条件。

1928 年，经著名戏剧家洪深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

动作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定名为“话剧”。

现在， 话剧已

经成为人们生活的

一部分，实际上，话

剧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

“新戏”、“新剧”、“文明新

戏”、“文明戏”等。

辛亥革命前后， 先进

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

了反思， 倡导新文化以满

足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求。

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文

明戏更是发展迅猛。 从南

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各种

剧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

出，随后迅速普及。

《茶花女》首尝话剧模式

一出戏

别了旧梨园

【文明戏】

孙中山为中山装当模特

四个口袋和一种理想

【中山装】

前襟 4 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前襟 5 个扣子，代表五权分立；

袖口 3 个扣子，代表三民主义；两个倒笔架形的胸袋，则表示革命

要依靠知识分子。

这就是既有潇洒英俊之气又不失民族风韵的中山装。 辛亥革

命后，剪辫运动沸腾，中山装盛行。

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服

装，中山装对中国服饰影响至深。 新四军、

八路军、解放军的军装都由中山装变化而

来。 20 世纪 50 年代后，人们根据中山装的

基本式样特点 ，进行创新，设计出“人民

装”、“青年装”、“学生装”和“军便装”。

“这些新式服装中显然都有中山装的

影子，但均有改革。 比如领子就各有很大

变化，领口开大，翻领由小变大，把喉头从

紧扣中解放出来了。 ”陈万丰说。

而“毛氏服装”是中山装改革最有特

色、最成功的杰作。 1957 年，红都服装店接

受了为毛主席制作中山装的任务。 红帮裁

缝田阿桐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

型，而是根据毛泽东的脸型、身材和气质

特点，进行了别具匠心的改革。 他将上面

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

出朝气和动感；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

平整服帖；领子变化尤大，领口大，翻领

大，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款式。

毛泽东很喜欢穿这种改进的中山装，

在各种正式场合均穿这种服装。 而中央领

导也纷纷仿效，不论在国内接见外宾或出

国访问都穿这种中山装。“毛式中山装”因

此闻名，影响越来越大。

（综合《钱江晚报》《半岛晨报》）

诞生 孙中山来当“模特”

1895 年， 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远

渡日本横滨。 从体现新政权、新面貌的目

的出发，孙中山先生开始构想新式服装的

样式。

宁波服装博物馆原馆长陈万丰说，最

初的中山装为关闭式八字形领口，前门襟

上钉纽扣 9 粒，腰际有扩带式横裥，经孙

中山试穿，得到各界人士肯定。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带着日本陆

军士官服、学生装和在日本时做的早期中

山装，来到当时在上海滩知名的红帮裁缝

店“荣昌祥”，要求以这几种服装为基样，

做一套直翻领、 有袋盖的四贴袋新服装。

服装制成后由孙中山试穿，大家认为式样

简朴庄重，胜于西装，比横滨时制作的早

期中山装有较大改进，后来便以这套服装

为母本，制作中山装。

1925 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为了纪念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不朽贡献，广州

革命政府确立了“中山装”这一名称。

盛行 做中山装最难的是领子

今年 79 岁的红帮传人江继明先生，

一辈子做了数百件中山装。 上世纪 60 年

代，中山装兴盛时期，他正在上海虹口区

娥嵋路的“培罗西服店”打工，每天来做中

山装的人络绎不绝。

“做中山装最难的是领子 ，领子要居

中，两个角不能有大小，要‘登’起来，大小

要正好，要舒服。 ”江继明说，做一件高档

的中山装，一开始用的是华达呢、花呢等

上等毛料或混纺毛料，以求挺括、圆顺、厚

实。 后来，随着中山装的普及，普通布料也

可以做中山装。 因而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

多， 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形成了中山

装热。

江继明还记得， 上世纪 70 年代他用

长衫为自己精心改制了一套灰色中山装，

很是精神。“记得上海虹口服装鞋帽公司

请我去为东海舰队司令员量尺寸，我就穿

着这套笔挺的中山装去的， 司令员还夸

我：‘小伙子很精神嘛。 ’”

演变 多款服装都有它的影子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明戏的出现，是顺

应了历史潮流吗？

胡志毅（以下简称“胡”）：辛亥革命前夕，小

仲马的小说《茶花女》的中译和剧本《茶花女》的

演出， 可视为与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正在进行的

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思想上一种默契的配

合。 可见， 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

剧， 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

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

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

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记：当时演出最火热的地方是哪里？

胡：当然，上海是无可争议的中心。 1909 年

到 1912 年，上海有新剧同志会、进化团、上海演

剧联合会、新舞台等演剧团体演新剧，演出场所

有茶楼也有戏院，可以说曾辉煌一时。很多剧团

不仅在上海，还把演剧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城市。

记：在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有什么变化？

胡：辛亥革命前，任天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

第一个职业话剧演出团体进化团， 进化团常演

的剧目如《血蓑衣》《恨海》《爱之花》等，有着鲜

明的现实针对性， 形式也通俗易懂， 十分受欢

迎。 辛亥革命后，家庭剧慢慢受欢迎起来，陆镜

若编写的《家庭恩怨记》是当年春柳社最卖座的

保留剧目， 也是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戏之

一，当年的演出非常成功，万人空巷争看“文明

新戏”，一时成为佳话。在当时，很多“司令”在混

乱时代大发横财，成了新暴发户，一到上海就娶

姨太太，但往往好景不长，家庭变故，人财两空。

以此为背景的《家庭恩怨记》想不红都不行。

记：文明戏表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胡：引人注目的是，它是以男主角反串的形

式出现的，李叔同所扮演的茶花女，就是男扮女

装。而《茶花女》中的马克、王熙凤、夏金桂、小桃

红等等， 还有众多老妇的角色， 也都是男扮女

装。 此外，欧阳予倩等也演过女人。

文明戏的辉煌顺应潮流

对话者：胡志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

对 话

民国时，荣昌祥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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